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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科教新报 家教

家长课堂

传家风·承家训

周日无事，几位大学同学聚餐，老公
和儿子也参加了。

真应了那句话：“三个女人一台戏”，
阔别数年的几位室友一见面， 便天南地
北地侃开了，让人无法插嘴。 聊着聊着，
话题便转到了各自的孩子身上。

几位大学同学对我的儿子壮壮大加
赞赏， 坐在一旁的老公连忙拦住话头，
说：“我儿子可没有你们夸的那么好，他
智商不高，学习成绩更是一般，待人接物
也不成熟。 ”室友连说我老公“谦虚”。

我偷眼看到：在老公“自谦”时，儿子
壮壮羞红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酒足饭饱，分手散去。 归家途中，我
问噘着小嘴的儿子：“壮壮， 刚才那会儿
啥事惹你不高兴了？ ”

儿子气呼呼地说：“你看我爸爸刚才

那番话说的，我是像他说的那样吗？ 别忘
了，我的成绩在全校排名第二呢！ ”

老公听了，在一旁连忙解释：“哦，爸
爸那会儿不是讲低调嘛， 当着老同学们
的面，我咋好意思夸你啊？ ”

“你为什么不能夸？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的？ 该啥样就是啥样嘛！ 噢，你赚了谦虚的
好名声，可你咋不替我想想呢？几位姨瞧我
那会儿，你说我是啥心情。 ”儿子的几句话
如晴空响雷，顿时把我和老公震住了。

为人父母者，习惯于自谦，常常在人前
有意无意地“贬低”自己的孩子，名曰“谦

虚”，实则是抹杀了孩子们的优点，给他们
带来了精神上的“软暴力”！殊不知，好孩子
是夸出来的，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父母实事
求是的表扬。尤其是人前的表扬和肯定，这
对于增强他们的自信， 朝着好的方向成长
与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啊！孩子虽
小，却也有自尊！ 大人评价孩子们，真的不
能出于“自谦”而无视孩子的自尊。

知错必改， 我和老公当即向儿子壮
壮郑重道歉。 并保证：以后不论在什么场
合下，对壮壮的评价，都实事求是，不能
为“谦虚”而“贬低”孩子。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
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 ”这是
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 无论身居何位，
他都从不为自己和家属谋私利， 甚至为
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 担任领导职务的张
闻天因公配有汽车上下班， 但他从不允
许子女“沾光”。

有一次， 儿子张虹生趁父亲上班前
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以为这样能让自己
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 谁知父亲一
点也不妥协，他干脆走着去上班，让汽车
停在原地。 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车。

上世纪 50年代， 知识青年开始上山
下乡。张闻天动员刚从中学毕业的儿子响

应党中央号召，到天津茶淀农场锻炼。 两
年后，张虹生获准回到北京考大学。 因离
校时间已久， 张虹生对外语没有把握，希
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给直接分管
的外交学院打个招呼。 张闻天一口回绝：
“你有本事上就上，没本事就别上。 ”最后，
张虹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
院。

1962 年， 张闻天再次送儿子到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由于条件艰苦，到新
疆没多久，张虹生患上肝炎，并发展成慢
性病。 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疗，张闻天却
给他回信：“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
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 都是在新疆
治，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 ”张闻天告

诫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边劳
动一边治疗。

张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 15 年，在
那里结婚生女， 直到张闻天去世两个月
后，才凭“落实政策”调回祖籍江苏，在南
京的晓庄农场落户。 1979年，中组部开出
调函让张虹生到北京工作。张闻天夫人刘
英直接把调函退给中组部：“干部子弟为
什么都要回北京？ ”张虹生尊重了母亲的
意见。 同年，张虹生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
工作，一直到 2001年退休。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公仆对人民只
有奉献的义务， 没有索取的权利。” 这一
原则张闻天奉行了一生， 父如此， 子亦
如此。

张闻天：“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
□ 张珊珍

为啥外国妈妈一个人能带三个娃， 而我们中国家庭
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娃还累得团团转？我的美国邻居 Susan
告诉我带娃决窍：“养孩子嘛，一定要抓大放小。 ”原则性
的问题一定要坚持，比如安全问题，在停车场里绝对不能
疯跑，绝对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食物等。但是在没有原则性
安全问题的前提下， 孩子就该释放出他们的天性。 脏一
点、饿一点都没有关系，就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玩耍吧。

Susan的三个孩子来我们家，常常会同时对一个玩具
感兴趣。 孩子之前也会有一些争执，但是 Susan从来不充
当调解员的角色，每次都很淡定自若地继续和我聊天。孩
子们似乎也不会来找妈妈告状， 而是遇到事情统统自己
解决。我很好奇地问 Susan，你是怎么做到的？她只是淡淡
地说了一句：“孩子之间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 ”

我细心观察， 通常大姐 Lily 会是那个制定规则的
人。比如三个孩子都要看 Ipad，但是 Ipad只有一个。于是
Lily 提出来，每人看 15 分钟，然后轮流。 老二 Michael 提
出意见，15 分钟太长了，每人 5 分钟，于是三个孩子最后
协商出来的结果是每人 10 分钟。 三个孩子在拿到 Ipad
之后，会自觉地调好倒计时闹钟，时间一到，立即拿给下
一个人。

Susan 最小的孩子 Tom� 第一次来我家时还不到 2
岁，自己穿鞋子看着很笨拙，我几次都想上前去帮忙，这
也就是顺手的事儿。 但是都被 Susan制止了，“他可以的，
让他自己来。 ”Susan也不是完全在旁边袖手旁观，而是在
一边鼓励说“不要着急，妈妈教过你的，先分清楚哪一只
是左脚、哪一只是右脚，一步一步来，相信你可以自己穿
上鞋子的。 昨天在 Michelle 阿姨家你不也是自己穿的鞋
子吗？ ”在尝试了三次之后，小 Tom终于自己把鞋子穿好
了。

反观国内老人宠孩子宠到没边际， 新手爸妈有时候
很难拗过老人去坚持育儿原则。再加上家里人多，轮流宠
着，孩子就被宝贝一整天，格外容易被骄纵难伺候，无形
之中孩子“难带”了。

□ 佚名

不需要“贬低”式的“自谦”
□ 刘凯

跟美国妈妈学带娃

语文单元总结课，需在“聚焦”二字下功夫
———以《“人物形象概括分析类 ”题目规范答题法》一课为例

日本童谣诗人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文字
就像蚂蚁，又黑又小。可是很多文字聚在一起
却能写出黄金城堡的故事。”高中语文知识点
也像小蚂蚁一样比较零散， 课堂推进往往也
是比较文艺、随性的，假如把知识点串联在一
起，把课内语文、课外热点聚集在一起，把学
生的心聚焦在一处， 我想这是我们语文老师
愿意做，也正在做的事。本文以一节常规单元
总结课为例，谈谈这一教学过程。

一、聚焦相同考点，以点带面，形成知识
的有机关联。

笔者不止一次用“知识树”来比喻语文学
科，而具体的知识点则是树上的一个个苹果，
我们的逻辑思路则是勾连这些苹果的枝桠。
语文必修五小说单元《林教头》《套中人》《边
城》涉及人物形象分析，古文单元《归去来兮
辞》《逍遥游》《滕王阁序》《陈情表》 也涉及人
物形象分析，在语文考试中，古文、诗歌、小
说、传记文学均会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分析与
解读， 把不同模块的相同知识进行归纳学
习，如同把这些苹果（知识）紧紧勾连在知识
树上。 这会让学生更容易掌握知识点之间的

关联，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形象题解题思路
如下：

（一）明确提问形式
先结合文章分析诗（文）塑造了怎样的人

物形象， 再结合文章简单说明这个人物是个
怎样的人，接着简要分析、概括这个人物形象
的主要特点，最后统观全文，简要分析该人物
的形象。

（二）明确答题思路
首先总体把握人物特点； 其次标记出文

中描写人物的语句， 包括直接描写人物的语
言、出身背景、事件、成就、注释等；再次是了
解作品中， 其他人物以及作者对该人物的介
绍和评价；接下来概括人物形象特点，包括思
想感情、性格特征、品质精神；最后分点列出，
规范答题，做到特点概括、有理有据。

（三）勾连课内课外
本堂课， 我设计了如下三个环节勾连课

内课外。“课文典例”部分，重点分析《逍遥游》
中的鲲鹏形象，在读、画、讲中充分感受鹏这
只巨鸟有着普通鸟类所无法想象的抱负和能
力，但它仍然是“有所待”。 紧接着“我来总结”
环节， 让学生一分钟内快速概括出本单元中
其它几类形象：寄情山水、乐天知命的隐士，
才华横溢、仕途失意的才子，自古忠孝难两全
的臣子。“举一反三”环节，从课内拓展到课
外，带领学生研读李白的《上李邕》，了解李白
以鲲鹏自喻，展现出的傲岸不羁、豪放洒脱的
情怀。 接着，总结出常见的人物形象类型、特
征、术语，并让学生尝试背诵。 最后，再出不同
层次的题目———小题连线，诗歌运用，全国课
标卷Ⅰ《“飞虎将军”陈纳德》片段进行练习。
这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利用“知识树”的方
式，纲举目张，会带给学生清晰的层次感和满
满地收获感。

二、关注热点话题，聚焦学生兴趣点与所
学知识点的关联性

《王者荣耀》每十分钟能让玩家得到一次
游戏快感，《吃鸡》游戏则是一分钟一次，它们
的核心目的是让玩家兴奋得根本停不下来，
课堂教学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刺激一下学
生。 本周热点事件是台风“山竹”来袭，我问：
我们内陆地区的同学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台
风，该如何认识它呢？ 学生一下子懵住了，因
为真的只是听闻并未亲见啊！ 于是，我带着他
们看美国拍摄的卫星云图、找云图与“山竹”
的关联、 赏我同学家中拍摄到的台风恐怖照
片等，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正、侧面关注一个
未知的台风形象， 这与本节课的教学重
点———从正、侧面分析形象是不谋而合的，整
个过程其实只花了三分钟， 却一下子拉近了
生活与所学知识点的距离。

而在讲授为什么要关注、 考察形象这一
考点时，我举出了学生改编的《走廊》一文（仿
《雨巷》），学生看完后哄堂大笑。 此时我则适
当的指出“形象”考点能让我们亲近生活，反
思生活， 一下子就把这个考点的前因后果讲
清楚了。 我告诉同学们还可以有《食堂姑娘》
等各种姑娘的演变，这也就是形象题年年考、
年年新的原因。（部分原文如下：“拎着九张卷
/ 独自彷徨在悠长 / 悠长，又寂寥的走廊 / 我
希望逢着一个 / 比我考得还要次的姑娘 / 她
是有 / 六十多的英语 / 五十多的化学 / 四十
多的物理 /比我还哀怨 /哀怨又彷徨”。 ）

三、聚焦个体体验，让不同层次的学生有
收获感

一个教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具有倾听
意识和习惯的教师， 不会满足于仅仅听到了
学生的言辞，他还善于倾听言辞背后的思绪、
性情、欲望和需求，并加以热情地呵护和细心

地引导。 ”本节课学生的课前三分钟演讲就是
讲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友情， 我就顺着这个方
向， 加以鼓励， 这让演讲的同学有一种被倾
听、被认同感，课下，他还很兴奋地来找我聊
了蛮久。

其次，课上可以取一些新颖的名字来吸引
学生，“中国好声音”朗诵尽可能挖掘那些被埋
没的学生，“拟写颁奖词”“拟写墓志铭”则展示
文笔优秀、有创意的作品，“一个有故事的男 /
女同学”则会让学生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相似经
历。注重学生的个人体验则需要教师在课堂上
运用教学智慧灵活处理，让学生作为独立的个
体，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从而使师生的互动
形成一支自然生动、优美和谐的交响乐。

语文教学总结课是一门艺术，笔者也在不
断地思索着、追求着。比如这一类型的课，按照
以上方法做到“三聚焦”，确实能让学生产生满
满的干货感。但是，作为一堂高二的课，其实还
可以相对弱化一点考点，再增加一些诗情画意
的元素；其次，当学生带着崇拜的语气感慨刘
禹锡、李白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时，也应该适
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自信可取，自
负可弃。 陈纳德先生的随和友爱、以国为重也
是值得我们欣赏的，今年热播的电影《无问西
东》中美国飞行将军就是以陈纳德先生为原型
的。我想，这提醒着笔者还有做得不足的地方，
要留意第四个“聚焦”———高中语文教学中的
人物形象分析与学生主流价值观的确立，发挥
语文的育人功能，全面提高学生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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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长郡中学 姚佩云

高中语文知识点是庞杂的， 学生面
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把所学知识融
会贯通， 教师的任务之一则是帮助他们
建立更科学的知识体系， 激活学生学习
兴趣，提升人文素养。 古文、诗歌、小说、
传记类文本均会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分析
与解读， 笔者拟以一堂原创的高二常规
课《“人物形象概括分析类”题目规范答
题法》为例，将不同板块的相同知识进行
归纳学习，旨在探索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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